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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感觉之美”、“创造之美”、“诗学之美”、“人生之美”、“修养之美”五个角度，
全面勾勒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观念，完整体现其将“人生的艺术化”的审美理想。
所选文本皆为朱光潜先生的随笔精品，跨越中西，贯通古今；文采斐然，内涵深刻；亲切朴实，明快
自然，展现了朱光潜先生独特的情趣、精深的学问、独立的人格，堪称学术境界与人格典范的完美结
合，也是陶冶现代中国人美学情操的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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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
中国杰出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
曾经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香港大学求学。
1925年起，游学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
1933年始，在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任教。
主要著作有《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西方美学史》、《谈美书简》等。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
、五届委员，六届政协常务委员，民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文学艺术　　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
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李松，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西美学史研究。
曾经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进行美学博士后研究，在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进行访问研究。
出版专著四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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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序
Part 1.感觉之美
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
希腊女神的雕像和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美感与快感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美感与联想
“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 ——考证、批评与欣赏
“情人眼底出西施” ——美与自然
“依样画葫芦”——写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错误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艺术与游戏
两种美
无言之美
Part 2.创造之美
空中楼阁——创造的想象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创造与情感
“从心所欲，不逾矩” ——创造与格律
“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 ——创造与模仿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天才与灵感
作文与运思
选择与安排
内容、形式与表现
体裁与风格
Part 3.诗学之美
文学与人生
文学的趣味
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上）——关于作品内容
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下）——关于作者态度
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
谈中西爱情诗
咬文嚼字
散文的声音节奏
Part 4.人生之美
生命
谈交友
谈英雄崇拜
谈人生与我
悲剧与人生的距离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 ——宇宙的人情化
“慢慢走，欣赏啊！
” ——人生的艺术化
Part 5.修养之美
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
资禀与修养
谈恻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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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羞恶之心
谈立志
谈冷静
谈读书
谈消遣
谈美感教育
谈价值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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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创造之中都寓有欣赏，但是创造却不全是欣赏。
欣赏只要能见出一种意境，而创造却须再进一步，把这种意境外射出来，成为具体的作品。
这种外射也不是易事，它要有相当的天才和人力，我们到以后还要详论它，现在只就艺术的雏形来研
究欣赏和创造的关系。
 艺术的雏形就是游戏。
游戏之中就含有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
人们不都是艺术家，但每一个人都做过儿童，对于游戏都有几分经验。
所以要了解艺术的创造和欣赏，最好是先研究游戏。
 骑马的游戏是很普遍的，我们就把它做例来说。
儿童在玩骑马的把戏时，他的心理活动可以用这么一段话说出来： “父亲天天骑马在街上走，看他是
多么好玩！
多么有趣！
我们也骑来试试看。
他的那匹大马自然不让我们骑。
小弟弟，你弯下腰来，让我骑！
特！
特！
走快些！
你没有气力了吗？
我去换一匹马罢。
”于是厨房里的竹帚夹在胯下又变成一匹马了。
 从这个普遍的游戏中间，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游戏和艺术的类似点。
 一、像艺术一样，游戏把所欣赏的意象加以客观化，使它成为一个具体的情境。
小孩子心里先印上一个骑马的意象，这个意象变成他的情趣的集中点（这就是欣赏）。
情趣集中时意象大半孤立，所以本着单独观念实现于运动的普遍倾向，从心里外射出来，变成一个具
体的情境（这就是创造），于是有骑马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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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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